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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霭云集视隐约，
车稀路坦客几何？
枯枝已感寒风悲，
斗艳还需暖絮多。

冬
□春草

天宫上演群英会

神箭腾跃冲天飞，
天宫上演群英会。
中华建成空间站，
三舱三船现完美。

太空科研新基地，
开拓贡献有作为。
不负时代航天人，
英雄辈出响春雷。

□周长定

——观神舟十四十五乘组会师有感

飘 雪 的 日 子
刚立冬
小雪就悄然而至
流云悠悠
斜阳如血
寒风微微
却不见雪花飘飘洒洒

小雪时节，阳光下
落叶纷纷
在地上打滚
年迈的老人
坐在墙根下，闭目养神

飘雪的日子
城市人不会停下脚步
乡下人却坐在热炕上
享受美好时光

落雪灿烂
雪飞浪漫
静雪绮丽
雪景耐看
雪是冬天最好的礼物
雪是冬天最美的风景

光阴似箭
岁月如流
热爱生活的人们，一定会
在冬天里藏好来年的种子
孕育新生的希望
在岁月里精心爱抚雪花
感悟冬天
扛住严寒
宁静致远

□诗村

2022年 11月 29日，赴黄梅山采访
大唐宝鸡热电厂光伏建设工地，时天降
大雪，山野尽白，施工者顶风冒雪而作，
故作歌行体以记之。

北上黄梅山，四顾何萧然？
蓬蒿扬白首，紫雾锁层峦。
荒草漫冬初，榛莽没膝间。
山山复幽谷，沟沟生杂树。
何方蓝衣客，到此林野居。
凿壁生光采，开山破顽石。
一径绕深谷，百步九盘曲。

盘曲至山巅，山始有人烟。
结梁构钢架，上覆光伏板。
片片列阵齐，排排如广宇。
一片如镜湖，万片成云霓。
奈何严冬近，霜寒北风急。
工服加棉衣，犹有风彻骨。
掌中握铁器，寒意达心腑。
坡陡路崎岖，物料多不至。
无奈七尺汉，手抬兼背负。
一趟重六十，往返汗湿衣。
山重路复远，餐饮多不便。
送餐上工地，终日不得息。

土甸盘膝坐，两两诉苦甘。
松柏坡上生，我亦如松柏。
村野寄宿陋，夜困鼾声酣。
晨起简梳洗，今日复昨日。
一朝天光霁，红霞破晨曦。
雾霭脚下生，疑似临太虚。
浩浩接天际，杳杳成仙迹。
苦尽人欢庆，功成名千古。
日光生绿电，千嶂展新颜。
移山叹愚公，追日赞夸父。
青山万代存，光伏留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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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剑
波

一夜一夜的寒气
造化出一片一片绚丽的叶子
犹如三月摇曳的花
恰似六月翩跹的蝶
让人眼睛一亮，心旷神怡

她们毅然离开母亲
勇敢地向大地飞去
缓缓地飞旋
轻轻地着陆
唯恐惊扰了熟睡的大地

回
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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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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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摄

“泾渭分明”自古以来就是自然地理清浊分流又
交融的景象，也是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品德标杆式的
专用词，所不同的是，前者流淌在关中百里平川的大
地上，后者流淌在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血脉里。

我们本想来看看泾渭分明的景观，没想到两河
浑浊如同黄泥浆，茫茫无语。只可见渭河河面宽，而
泾河河面小，两河携起手来共同承担洪流洪峰，平
时可以看清泾渭分明的河面，就是交汇处下延数百
米，仍可见泾渭分流、浊者自浊、清者自清，都是大
环境造就了河流的表情。渭河流经八百里平川，不
断冲击黄土地，泥沙俱下，既成就了关中平原，又弄
脏了自己的衣裳，加之沿途污染，河流自然变得面
目全非。

前年冬天，我去银川途径泾河的源头宁夏泾源
县，其源流只是在宽宽的乱石荒草滩中流出一束清
清亮亮的泉，小心翼翼地在乱石间绕来绕去，两岸树

木很少，砂石地很荒凉，偶见几株或几排树，也像是
病蔫蔫的样子，但少见村落人家。不管渭水泾河清
也罢，浊也罢，都滋润了沿岸广袤的土地，养育了千
秋万代的子民。这让我想起古代一孺子之言：“沧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
足。”而眼前的泾渭清浊之水多为造福于人的。人们
感恩渭河，敬为大地之母，又恐其突然变脸使性子生
发洪流。

泾渭河岸，人们早已备好的护堤石块码成了长
方形的石堤，随时可派上防洪的大用场。洪水尚未
完全回落，但处处留下被洪流冲刷过的痕迹。河滩
上的防护林地面暨沙洲岛上的农田庄稼，已成平展
展的沙滩，像被熨斗烫平的一般。但株株白杨树仍
然挺立着。还有一片幼松林，也被白沙水渍淹泡得
枝叶枯黄，有的已枯死。两岸早被浊浪冲击，裸露的
沙土岸，被啃咬得犬牙交错，坑洼不断。大片倒伏的

茅草蒿秆，如同梳篦梳理过一般，紧贴地面喘息，难
以站立起来，黄汤般的河水在桥下追逐玩弄一串串
漩涡，大大小小泛黄的酒盅，杯口朝天，像在吞咽着
被戏弄的落叶。几枚红枫叶，漂在水面流浪，可是浑
浊的河面无法看清枫叶红艳，它瞬间被漩涡囫囵下
去，不见了踪影。

当下沿河两岸，护堤上的绿化树成排成行，既护
堤又护路，给成群的飞禽带来了惬意的栖息地，河岸
不再是荒芜之地。

其实，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清亮亮活泼泼的，携
着白云来，送走晚霞归。流着流着就浑浊了。人生
像河流，其童年清纯明亮，天真活泼，浑身上下通体
鲜活，走着走着，就被世俗熏染得自私、狭隘、功利、
虚伪、浮躁，以致失去许多真实的自我。正当我沉思
生命之河时，几片红叶从我身旁飘落，仿佛挥别耳聋
目盲的泾河渭水，又像呼唤清流的回归。

□罗锦高

红叶别泾渭渭北平原的最北端，地势并不平坦，
坮塬和山脉居多。这里虽地形复杂，但
生物种类丰富多样。每到冬季，都别有
一番独特景象，让人流连忘返。

渭北的初冬是一幅鲜亮的壮美图
画。公路两侧，整整齐齐地站立着一排
排挺拔的树木，树枝上存有零零星星的
数片黄叶，寒风吹拂下，它们拼力地舞
动，似乎极不情愿离开大树母亲高大的
身躯。道路两旁的地面上，一丛丛花草
披上了土黄色的外衣，虽然失去了酷暑
时节的墨绿浓妆，但它们看起来却是异
常的安静和沉着。也许它们是在用自己
独特的方式，向赖以生存的大地作最后
的道别。远处山峦清晰可见，微风中夹
杂着初冬的寒意，使得眼前绵绵群山愈
发显得比以往更加俊朗和威严。或许是
身处故乡的缘由吧，行走在初冬渭北的
大地上，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爱恋。

渭北的初冬尽显醉人的自然风光。
沿着山脚下整洁而弯曲的公路向前行
走，一棵棵树木脱去了绿衣裳，大小不
同，形状各异的田地里，几乎没有了庄
稼的身影。裸露的土地，直视万里苍
穹，竟然使人觉得有一种原始的空旷之
美。登上一道蜿蜒盘旋的山路，这里虽
是坮塬之地，但绿油油的麦苗却精神抖
擞，迎风摆动，茁壮的麦苗似乎已经做
好了与严寒斗争的所有准备。攀至半山
腰，拐进一片平整的山地中，刹那间，一
片翠绿旺盛的油菜映入眼帘，看，那儿还
有一片，两片。油菜叶绿得让人惊奇，仿
佛一块块绿丝绸铺展在山的脊梁之上，
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让人顿感神清气爽，
无比叹服。

抬头仰望山巅，隐约看到有几个人
影在晃动，原来那是运动爱好者用自己

的双脚丈量山的神奇与魅力。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的欢笑声，在初冬渭北的
山川和原野中久久回荡。下山途中，遇见一位牧羊人，他似乎很沉默，但看起来
很结实，几十头羊组成的队伍快速前行，它们在寻觅自己的食物，也在寻找着自
己在初冬里的幸福。

渭北初冬的大街小巷，依然有着往日的人间烟火味。只是行人明显减少，
而且人们显得脚步匆匆。广场中，零零星星有年轻人在亲密漫步；超市内防疫
严格，人们进进出出，保持距离；街边的环卫工人，在弯腰清扫地面，金黄色的银
杏叶，像一只只黄蝴蝶在空中轻盈飞舞，装点着这个日益渐冷的季节。此时的
渭北人，总在忙中偷闲，整理着一年中的所有收获，静守着岁月的无限匆匆。

渭北初冬的风声，是一部惊人心魄的交响乐。“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
来到”，这虽是歌剧《白毛女》中的唱词，但它却也是渭北冬季景象的生动写照。
其实，在渭北，每到冬季，呼啸的西北风本就是常客。风声时大时小，时紧时慢，
尤其到了夜间，风速似乎更胜一筹。于是，那种“呼呼”不绝的寒风之音，就成了
渭北自然界的最强音。睡梦中的渭北人时常被突然惊醒，接着，那种铿锵有力
的“呜呜”风声便更加清晰入耳了。万籁俱寂的渭北大地，有了这种来自寒冬时
节独有的音符，也算是大自然的一种神奇祝福吧。

渭北的初冬，在天气晴好时，万物便静悄悄地休眠，吸纳着冬阳撒下的缕
缕温暖，迎接着年复一年的磨炼；倘若是雪花飞舞的日子，那就是白雪皑皑，
银装素裹的另一番动人景象。渭北的初冬，虽没有春天的百花争艳和夏日的
绚丽多彩，但它却时刻展露着自己静默悠然和抗争严寒的独特风韵。

从初冬走向隆冬，又迈向春暖花开，这是天地之间的岁月轮回，不可更改。
多年来，游玩过很多山水名胜，行走于众多美景古迹，但唯独让我难以割舍的，
依然是渭北这片广袤淳朴的土地。渭北的初冬，是大自然妙手绘制的一部杰
作，是千百年来流传下的质朴民风和灿烂文化，更是我心中无尽温暖的乡愁。

渭北的美好人间，正旧貌换新颜，在新时代的中华大地上日新月异，奔涌
向前。

□
张
雄
林

渭
北
的
初
冬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读到这
一副对联，你会想到作者郑板桥自己笔下的竹石图。

古人的文字是很凝练的。古时一首《弹歌》写
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宍。”8个字，描述了从制作
弹弓到狩猎的全过程。孔子评论诗经，说：“《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思无邪”，就
是今天说的“不虚假”。三个字，一字顶一万字。
我倡导散文写作的“直抒胸臆”，也就是要不做作，

“不虚假”。
说到凝练，不得不说到蒲松龄。他的《聊斋志

异》，有时候增损一字都难。其《快刀》一篇，写一日
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有一个盗贼认识官兵，逡巡
求告人家说：“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
兵曰：“诺。其谨依我，无离也。”盗从之刑处，出刀挥
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转圈的头颅在地上
大赞曰：“好快刀！”看看，短短几行，凝练精粹，声色

皆俱，看得人惊心动魄。
张岱写《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

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沈复
写《浮生六记》：“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

“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
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这里，非但凝练，
更深得其情趣也。

刘禹锡的《陋室铭》，不加标点，81个字，周敦颐
的《爱莲说》，116个字。

纸张发明以前，文字需要刻在竹子上，铸在鼎
上、器物上，故而不允许啰唆。后来纸张发明了，文
字有了啰唆的基础。如今文字电子化了，书写发布
毫不费力。便捷的同时，泡沫般膨胀的文字垃圾，已
将人们掩埋得几近窒息。此等灾难下，“凝练”能开
出一扇窗，供现代人呼吸。

鲁迅说：“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

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同城朋友方英文
的习惯是，文章发走之前，一般要改三遍。他说修改
文章，要像修改原子弹说明书一样，力求凝练准确无
冗字。

有人估计是天纵高才，自己的文章写完了，一般
不屑于改，就印出来交给读者阅读。普通的写作者
也就只有钦佩的份了。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吟诗如此苦，作文
若有此等精神，废话肯定是很少了。因为浪费别人
的时间，类同于谋财害命。言及此，想到作家喜好传
授写作经验，朋友刘云的观点是：“教人写作之经，多
半谋人性情！消费人之情，胜谋人之财。写作可交
流，不可教授！”

在凝练上，今人难比古人。
要凝练，得有功夫。
可当下人都“忙”，哪有工夫练功夫！

凝 练
□陈嘉瑞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的第一天，我如往常一样，醒来后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先
打开手机。睡眼蒙眬，就只看到屏幕上有“画”“叶”等重影字样。我内心顿时一
震，潜意识里已有了答案。睁大眼再认真地点开信息，果不其然，“叶坚老师于
昨天下午七时去世”。我大脑一片空白，有些不知所措，甚至都忘却了早上八点
半还要有一节大课要上。脑海中浮现出的都是一幕幕与先生生前交往、相处的
那些珍贵画面，不禁潸然泪下。

叶坚先生是长安画派理论奠基人、国画泰斗石鲁大师得意门生，亦是陕西
漫界领军人物、陕西省漫画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更是三秦大地报业前辈、陕西日
报社主任编辑。先生今年九十又一，十一月三十日当晚和保姆在家。下午还吃
了碗油泼面，晚上如故在看手机。可等到保姆再看着之时，先生已闭目离去。
叶先生毕生致力于长安画派的整理与总结，可以说贡献卓著、成就斐然，尤其称
得上是当今研究石鲁艺术第一人。先生实乃当之无愧的“三门抱”前辈大家，漫
画、国画、美术评论无一不精，早年师从于石鲁、赵望云、何海霞诸大师，并长期
参与长安画派的国画创新理论研究工作。我作为陕西省漫画研究会年龄最小
的会员，曾多次前往叶先生家中拜望，向这位画会最年长者请教。先生对我，总
是赞赏有加，面对我的提问都是一一解答。

叶坚先生九十一岁之时在家中安然辞世，也算幸事。晚年的叶先生，虽然
自身腿脚不便，但精神矍铄。先生耳朵背，听力不好，记得我曾趴在先生耳边放
声对先生说：“叶老师，您真是同龄人的榜样！”先生摆手后笑着说，现在脑子不

集中，一出门就能减少思考。对于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之日，先生总有外出赏景之意。有
次我陪先生在一片茂密的竹林下乘凉，伴随
着悠悠蝉鸣及风摆竹叶之声，先生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人生要不停地加油，道路还很漫
长，你才不到二十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这是毛主席的话。但是也不要急于求
成，循序渐进。说到底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回忆起来，
言犹在耳。今年高考，我有幸被中国戏曲学
院录取，向先生报喜后先生发来了一长串祝
贺表情。对于时尚，先生是不落伍的。就在
半个月前的晚上，我询问叶先生家中保姆先
生近来可好？不一会儿，“好着呢”三字令我
激动不已。可没承想整整十四天后，还是那
个晚上，先生驾鹤西去。关于艺术，我仍存无
尽思考；对于先生，我只有无限思念。

此时的京城，寒潮刚至，窗外早已是一片
落叶纷飞、枯树断枝的景象。穿好外套，我起
身走出宿舍。站在阳台，面对凛冽而刺骨的
寒风，望着那一棵棵粗枝古树；倚着栏杆，低
头望着那一堆堆、一片片散落的枯叶。心中
所想只有四个大字，树古叶坚。古树，年虽
老，体不衰；枯叶，虽飘落，叶犹坚。

树 古 叶 坚
□李佳哲


